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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物 接 触 氧 化 工 艺 去 除氨 氮 试 验 研 究 

韩 燕 

摘 要：通过在改变负荷状态、改变一氧池和二氧池进水量、增加三氧池等方式下调节运行参数，探讨了生物接触氧化工 

艺对氨氮的去除率，使其在技术上的参考标准更具有科学性、合理性和指导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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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 

生物接触氧化工艺早在 20世纪五、六十年代就已形成并得 

到应用，现阶段国家新的污水处理排放标准要求氨、氮必须达标 

排放。生物接触氧化工艺能否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要求，并且 

能永久发展下去将成为一项主要的研究课题。为此，提出该项试 

验研究，确定在殷家堡污水净化厂进行生产性试验。通过试验总 

结出该工艺去除氨氮的各运行参数以及管理经验，以指导今后的 

污水处理工艺选择、设计规范等。使其在技术上的参考标准更具 

有科学性、合理性和指导性 1。 

1 殷厂生物接触氧化工艺概述 

太原市殷家堡污水净化厂日处理水量 1万 t，主要处理城南 

地区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，其中工业废水占80％，生活污水占 

20％，可生化性较差。采用生物接触氧化法，工艺流程见图 1。 

图 1 殷厂生物接触氧化工艺流程图 

设计一氧池接触时间 13 min，二氧池接触时间 17 min。中沉 

池停留时间 17 min，二沉池停留时间 15 min。一氧池、二氧池填 

料目前均采用组合填料。 

2 试验研究的情况及数据 

该次试验分阶段研究 目标进行操作，首先是按现状运行。 

即：首先摸清目前殷家堡污水净化厂进出水水质、水量情况、工艺 

设备设施使用情况、工艺参数控制情况、各种计量配置及准确度 

以及现状氨氮去除效果，在此基础上调整工艺参数，通过调节泥、 

水、气这三个要素，分四个阶段进行，研究生物接触氧化工艺对氨 

氮的处理效果。 

2．1 现状运行阶段数据(见表 1) 

表 1 2002年 8月 14日～8月 26日水质分析平均数据 

进水 一出水 去除率 二出水 去除率 项 目 
mg／L nag／L ％ nag／I ％ 

B0 115 4 38．5 66 6 23 6 79 5 

∞ D 222．4 99 4 55 3 59 1 73 4 

44．4 12 5 71 8 6 6 85 1 

NH3一N 28．3 27．1 4 2 

2．2 负荷改变阶段及试验数据 

第一阶段减少全段的进水量，数据见表2。 

第二阶段减少进水负荷，数据见表3。 

第三阶段污泥回流阶段，数据见表4。 

表 2 2002年 8月 27日～9月 15日平均值 

水量 水质／rag·L’1 负荷 

Ⅸ]D COD }b—N 
n Ⅸ]D ～ 一～ 

进水 出水 进水 出水 进水 出水 进水 出水 

5o0 I14 0 2l 3 243 7 72 7 38 6 8 3 25 O 20 O 0 49 0 l1 

8oo l5O 0 26 2 29l O 70 3 52 0 8 5 40 3 35 l l O3 O 8 

l oo0 l33 6 23 4 267 9 6l 9 47 6 6 l 37 6 30 7 l 14 O 32 

l 5o0 l28 O 27 O 2l9 l 73 0 49 0 l2 O 29 5 28 9 l 64 O 38 

2 oo0 l40 8 2l 4 256 2 77 4 48 l 8 l 30 5 28 9 2 4l O 52 

表 3 2002年 9月 17日～10月 4日平均值 

水量／Tn3 水质／rag·L 1 

B0D 【I]o 七一N 
一 氧 二氧 进水 出水 进水 出水 进水 出水 进水 出水 

800 230 l54 9 26 2 30l 0 57 O 55 6 6 6 40 9 34 6 

9oo 330 l35 3 20 6 326 5 48 0 52 O 4 O 39 l 31 3 

l oo0 430 l38 O 22 8 273 6 56 5 46 0 5 5 39 9 3l ： 

表 4 2003年 4月 4日～5月 12日平均值 

水量 水质／rag·L一1 负荷 

Ⅸ x] 【]m  NH3一N 

B0D Ⅷ 3、 进水 出水 进水 出水 进水 出水 进水 出水 

l 000 177 4 25 O 352 0 65 6 36 l 4 8 45 7 39 7 l 94 O 5 

l lo0 235 0 27 9 43l 2 76 4 46 0 6 5 37 2 33 3 2 78 0 44 

l 2o0 l95 8 29 2 395 9 70 6 36 9 9 0 44 8 42 O 2 57 0 59 

l 500 l99 0 27 3 373 4 75 5 39 5 8 0 49 5 40 9 3 0l 0 75 

第四阶段串联运行，即：增加三氧池，数据见表 5。 

表 5 2003年 8月 14日～9月 15日试验数据平均值 

水量 水质／nlg·L 1 负荷 

B ) 【I)D }b—N 
n B0D 进水 出水 进水 出水 进水 出水 进水 出水 

800 l74 0 26 5 325 3 72 9 38 0 5 0 55 2 37 5 0 42 0 l3 

l 400 217 0 23 7 348 4 65 6 38 9 4 9 47 94 38 9 l 3 O 4 

l 5oo 2l4 0 20 4 3l9 2 60 8 37 0 6 0 42 2 38 l l 73 O 34 

l 6O0 l88 7 2l 5 424 9 50 2 37 0 4 8 46 8 39 8 l 6 0 4 

3 试验研究的结果及分析 

3．1 试验 结果 

常规生物接触氧化工艺氨氮去除率在4．2％左右，氨氮去除 

率偏低，出水氨氮值达不到规范要求(小于 25 mg／L)。减少进水 

量或降低负荷氨氮去除率稳步上升。改用串联运行，即增加三氧 

池(等于增加停留时间)，氨氮去除率明显提高。但增加水量后， 

氨氮去除率明显下降，这表明停留时间的长短直接影响氨氮去除 

率。 

3．2 分析讨论 

从上述试验结果可得到如下结论：常规(殷厂)的生物接触氧 

化工艺对氨氮去除率不明显。减少进水量或增加三级接触氧化 

池均可提高氨氮去除率，表明水力停留时间是影响生物接触氧化 

工艺去除氨氮的主要因素_2_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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卧式水火管热水采暖锅炉锅筒鼓包原因及防治 

蒋志良 陈益武 

摘 要：针对卧式水火管热水采暖锅炉锅筒产生鼓包的原因进行了分析，从锅炉本体改造、运行管理等方面，介绍了防止 

锅筒鼓包事故的具体措施，以改善锅炉水循环，提高锅炉运行的安全性。 

关键词：热水采暖锅炉，锅筒鼓包，锅筒回水装置 

中图分类号 ：TU832．21 文献标识码 ：A 

1 问题的提出 

热水采暖锅炉较蒸汽采暖锅炉具有节约能源，安全性高，温 

度稳定适宜，供热环境对人体的舒适性好等优点。目前，在采暖 

热水锅炉中，大多锅炉厂把 DZ型蒸汽锅炉加装回水装置改成热 

水锅炉，尽管改进后对回水装置的设置进行了充分考虑，但由于 

技术、工艺、运行管理、操作等方面的原因，使改造后的锅炉达不 

到预期的效果，易造成锅筒下部过热变形，鼓包泄漏事故发生，严 

重影响生产和生活。 

2 鼓包产生的原因 

2．1 锅炉回水装置改造存在缺陷 

以DZL2．8 MW锅炉为例，炉内回水管虽通过四个大下降管 

均匀分配回水，但进入锅筒底部循环水少，不能充分冷却锅筒底 

部高温水，两侧上升水冷壁管热水进入锅筒上部，再直接从锅筒 

上部出口流出锅炉，进入外网，下部水形成滞留，造成水流“死水 

区”，导致水温分层、传热条件恶化。 

2．2 锅筒排 污装置不甚合理 

热水锅炉和供热系统为封闭循环运行，管道中存在的泥沙、 

水垢、管道腐蚀的氧化物等污垢将随循环水进入锅炉的锅简及集 

4 试验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

该次试验未能对殷厂进水水质做全面分析，工业废水所占的 

比例未能搞清，困难也较大；按原设计殷厂工业废水所占的比例 

为80％左右，并且可生化性较差；殷厂建厂多年，工艺设备、设施 

均老化严重，特别是鼓风机风压不足问题比较突出；进水水质变 

化较大，C／N 比较低；进水 COD偏高，硝化反应不彻底，硝化时 

间短；pH值偏低，在7左右；而硝化菌最活跃，pH值在 8．0～8．4 

之间。 

总之，经过一年多的试验研究，取得了大量宝贵的实验数据。 

箱，且由于锅筒及集箱横截面积较大，水流速度较慢，因而热水系 

统中的杂质易沉积，造成锅筒、集箱底部大量积渣。 

汽改水锅炉，无论是强制循环，还是自然循环，在锅筒下半部 

分水流速度都较慢，泥沙、水垢、管道腐蚀的氧化物等污垢一旦进 

入锅筒，大部分靠重力沉降于锅筒底部。在排污时，锅炉后部的 

污垢能排除一部分，锅筒前部的污垢排除就比较困难，污垢沉积 

厚度最高处能达到3 cm～5 eln，且大都出现在锅筒的前端。 

2．3 锅筒底部受热不均匀 

由于一个采暖期室外空气温度变化较大，大多数锅炉房依靠 

调整运行台数来满足负荷变化的能力较差，锅炉在实际运行时， 

经常处于高负荷或低负荷运行状态。无论是在高负荷状态运行， 

还是在低负荷状态运行，由于链条炉燃烧过程的特点，以及临时 

工运行管理水平差等原因，燃料燃烧大都集中在炉排的前端，致 

使锅筒前半部分长时间处于高温火焰区。 

2．4 运行管理水平差 

由于采暖锅炉房具有季节性运行的特点，大多数单位都在采 

暖期聘用临时工，解决锅炉及供热系统运行管理的问题。大多具 

有司炉证的司炉工和供热系统运行人员，实际上成了管理临时工 

虽然该工艺去除氨氮效果不佳，作为生产性试验，在各种客观条 

件的制约下，仍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，对今后生物接触氧化工艺 

运行、设计、改良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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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xperiment of ammonia& nitrogen removement 

by technology of biological touching oxidization 

HAN Yan 

(Taiyuan Water-drainageManagementDepartment，Taiyuan 030002，China) 

Abstract：By adjusting operative parameters under ways of altering loading state．altering flood quantity in O1& O2 pools and increasing 03 

poo1．it discusses ammonia& nitrogen removement ratio by technology of biological touching oxidization in order tO guide technical selecuon & 

d~ign regulation of handling waste water in future．which makes itself more scientific、rational and guidable 011 referential standard of techrdogy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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